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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界定湖北省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常模,为评价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提供参考。方

法
 

采用按比例、分层抽样法选取湖北省12个城市56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2
 

485名护士,以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为

工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得分特点界定均数常模、分类常模、百分位常模和划界常模。结果
 

湖北省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均数常模总分为(139.83±20.26)分,各维度均数常模得分分别为创新主体(58.73±8.79)分,
创新过程(41.27±7.21)分,创新环境和压力(28.28±5.45)分,创新产品(11.55±5.01)分;根据特征差异形成不同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学历、工作年限、职称等的分类常模;按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5%百分位数作为间隔,建立创新能力百分位常模;临床护理

人员创新能力总分划界常模<115分为差,115~分为较差,129~分为一般,150~168分为良,>168分为优。结论
 

界定的湖北省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均数常模、分类常模、百分位常模及划界常模可为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的

正确评价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三级综合医院; 护士; 创新能力; 创新主体; 创新过程; 创新环境和压力; 创新产品; 常模

中图分类号:R47;C9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0.23.059

Establishment
 

of
 

norms
 

for
 

the
 

Clinical
 

Nurse
 

Innovation
 

Ability
 

Scale
 

in
 

grade
 

A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 Jiang
 

Yun,
 

Yan
 

Jian-
jun,

 

Jiang
 

Yan,
 

Yang
 

Weimei,
 

Liu
 

Yang.
 

Nursing
 

Department,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
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fine
 

the
 

norms
 

of
 

the
 

clinical
 

Nurse
 

Innovation
 

Ability
 

Scale
 

(NIAS)
 

in
 

Grade-A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
 

in
 

Hubei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valuation
 

of
 

nurse
 

innovation
 

ability.Methods
 

A
 

total
 

of
 

2485
 

nurses
 

from
 

56
 

grade-A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in
 

12
 

cities
 

of
 

Hube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by
 

proportional
 

and
 

stratified
 

sampling,then
 

they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Clinical
 

Nurse
 

Innovative
 

Ability
 

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corresponding
 

norm,
 

classification
 

norm,
 

percentile
 

norm
 

and
 

delimitation
 

norm
 

were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nurses'
 

innovation
 

ability
 

score.Re-
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rresponding
 

norm
 

of
 

NIAS
 

was
 

(139.83±20.26),
 

the
 

subscale
 

corresponding
 

norm
 

of
 

innovation
 

subject
 

was
 

(58.73±8.79),
 

innovation
 

process
 

was
 

(41.27±7.21),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pressure
 

was
 

(28.28±5.45),
 

innovation
 

product
 

was
 

(11.55±5.01).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the
 

classification
 

norms
 

for
 

different
 

gen-
der,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orking
 

years
 

and
 

professional
 

title
 

were
 

formed,
 

the
 

percentile
 

norm
 

was
 

es-
tablished

 

by
 

dividing
 

the
 

total
 

score
 

of
 

NIAS
 

and
 

the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by
 

5%
 

percentile.
 

The
 

delimitation
 

norm
 

of
 

clinical
 

nurses'
 

innovation
 

ability:<115
 

was
 

classified
 

as
 

very
 

poor,
 

115
 

to
 

less
 

than
 

129
 

was
 

poor,
 

129
 

to
 

less
 

than
 

150
 

was
 

general,

150-168
 

was
 

good,
 

and
 

more
 

than
 

168
 

was
 

excellent.Conclusion
 

The
 

defined
 

corresponding
 

norm,
 

classification
 

norm,
 

percentile
 

norm
 

and
 

delimitation
 

norm
 

of
 

the
 

Clinical
 

Nurse
 

Innovation
 

Ability
 

Scale
 

for
 

clinical
 

nurses
 

in
 

grade
 

A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
 

in
 

Hubei
 

Province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idance
 

basis
 

for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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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
强国家医药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1]。护士作为医

疗卫生保健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创新能力的提

升将有效推动卫生保健系统创新发展,同时,创新也

是护理学科发展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是护理人员顺应

不断发展的医疗护理服务体系的必备能力之一。科

学量化地测量护士创新能力是了解临床护理人员创

新能力水平,推动护理创新持续发展的前提。临床护

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是用于评价临床护士创新

能力水平的工具,其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信效度[2]。
常模是比较和解释测量结果的参照分数标准,但目前

因尚未建立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常模,
使得量表在应用过程中缺乏参照标准。本研究对湖

北省12个城市的56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下称三甲

医院)的护士进行调查,界定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

评价量表的均数常模、分类常模、百分位常模和划界

常模,旨在为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的评定提供参

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依据经验法确定样本量。一般全国

常模的样本量为2
 

500~4
 

000,区域性常模的样本量

为1
 

000~1
 

500[3],考虑20%的失访率,本研究将湖

北省临床护理人员常模的样本量定为2
 

800人。
2019年1~6月,选择湖北省所有的地级市,根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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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级市的三甲医院分布情况,抽取其中50%以上

的三甲医院,最终选取湖北省12个地级市(武汉市、
黄石市、襄樊市、十堰市、荆州市、宜昌市、荆门市、鄂
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共56所三甲

医院的临床护理人员为调查对象,每所医院随机选取

临床护士50人。纳入标准:在三甲医院工作,在职、
注册护士及护理管理者,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调查。
排除标准:休假或外出学习,实习护生或进修护士。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包括护士的性

别、年龄、所在科室、工作年限、技术职称、学历、行政

职务、婚姻状态、获得过专利证书数、发表的科研论文

数等。②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采用鄢建

军等[2]研制的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进行

调查,包含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创新环境和压力、创
新产品4个维度共41个条目。总量表内容效度指数

(CVI)为0.953,各条目CVI
 

0.818~1.000;总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38,各维度Cronbach's
 

α系

数为0.825~0.876。量表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
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赋1~5分,得分越高说明创

新能力越好。
1.2.2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

问卷的填写和收集。研究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

系纳入医院的调查员并推送各医院的问卷星链接,说
明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问卷的填写注意事项及方

法,并要求被调查者仔细阅读问卷填写指导语后在

15
 

min内独立填写完成。调查员负责监督和督促问

卷的填写和回收。由研究负责人统一对问卷进行筛

选,剔除选项有明显分布规律、不合逻辑的问卷。本

次调查提交问卷2
 

648份,有效问卷2
 

485份。
1.2.3 统计学方法 双人核对录入数据,将数据导

入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

s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呈正态分布

且满足方差齐性的参数,行t检验、方差检验;非正态

或方差不齐的参数则采用非参数检验,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护士的一般资料 本次有效调查护士2
 

485
人,男78人,女2

 

407人。年龄≤25岁444人,26~
岁1

 

519人,36~岁391人,≥45岁131人。科室:内
科401人,外科1

 

020人,妇产科80人,儿科218人,
手术室、麻醉科137人,急诊科117人,ICU

 

86人,肿
瘤科52人,五官科93人,医技科室45人,其他236
人。工作年限:≤3年481人,4~年417人,8~年

881人,12~年291人,≥16年415人。婚姻状态:未
婚792人,已婚1

 

660人,其他33人。学历:中专10
人,大专196人,本科2

 

238人,硕士以上41人。职

称:助理护士31人,护士451人,护师1
 

377人,主管

护师514人,副主任护师以上112人。获得专科证

书:0项2
 

299人,1~2项153人,3~5项28人,6~
10项5人。
2.2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均数常模 
湖北 省 三 甲 医 院 临 床 护 理 人 员 创 新 能 力 总 分 为

(139.83±20.26)分,其中创新主体为(58.73±8.79)
分,创新过程为(41.27±7.21)分,创新环境和压力为

(28.28±5.45)分,创新产品为(11.55±5.01)分。
2.3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分类常模 
两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不同性别护士创新能力总得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
同职称、学历、职务、取得专利证书数、发表科研论文

数等护士的创新能力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非参数检验显示,不同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态等护

士的创新能力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1)。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分类常

模,见表1。
2.4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百分位常模

 根据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

的5%百分位数作为间隔,计算出得分,界定临床护

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百分位常模(见表2),临
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得分越高,在百分位常模中的位

置也越高,表示其创新能力越强。
2.5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划界常模 
本研究采用百分位数法建立划界常模。在百分位常

模的基础上,选取P10、P30、P70、P90 作为划界常模等

级分界点:<P10 为差,P10~为较差,P30~为一般,
P70~P90 为良,>P90 为优,建立临床护理人员创新

能力评价量表的划界常模,见表3。
3 讨论

3.1 湖北省三甲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水平 
均数常模可量化湖北省三甲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创新

能力的平均得分,将样本得分与均数常模进行比较,
如果得分高于均数常模,说明其创新能力高于平均水

平,如果得分低于均数常模,说明其创新能力低于平

均水平。本研究在百分位常模基础上,选取 P10、
P30、P70、P90 作为等级分界点,将临床护理人员创新

能力评价量表总得分从低至高依次划分为差、较差、
一般、良、优5个等级,建立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

价量表的划界常模。划界常模确定了护士创新能力

的水平分级,有助于了解所测样本所处的具体等级。
将湖北省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均数常

模得分与划界常模结果对照可知,湖北省三甲医院临

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处于一

般水平,与护理本科生及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结果一

致[4-5]。说明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虽然护士创新能力

也随之提升[6],但从整体看,护士群体创新能力与护

生相比并未明显提升。可能是由于创新本身是一个

充满质疑和阻碍的复杂过程,需要很多的精力时间,
参加工作后,护理人员由于工作负荷相对较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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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事等原因[7],缺乏进行创新工作的经验、动力和有

效支持,使得创新能力并未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护
理管理者在重视护士专业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同时,应

该重视护士创新能力的培养,营造创新氛围,鼓励创

新产品产出,不断推动护理科研创新工作。

表1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量表的分类常模(n=2485) 分,x±s

项
 

目  人数 创新主体 创新过程 创新环境和压力 创新产品 创新能力总得分

性别

 男 78 62.76±10.24 44.13±7.59 27.35±4.98 12.65±4.66 146.88±22.05
 女 2407 58.60±8.71 41.18±7.18 28.31±5.46 11.52±5.02 139.60±20.16
年龄(岁)

 <36 1963 58.32±8.61 40.74±7.00 28.16±5.43 11.15±4.81 138.38±19.59
 ≥36 522 60.28±9.28 43.25±7.66 28.72±5.49 13.05±5.44 145.30±21.74
工作年限(年)

 ≤3 481 58.37±8.80 40.21±6.87 28.58±5.39 10.84±4.64 138.00±19.45
 4~ 417 57.99±7.80 40.68±6.49 27.59±5.30 10.93±4.57 137.19±18.54
 8~ 881 58.29±8.66 40.70±7.16 28.32±5.41 11.35±5.00 138.65±19.82
 12~ 291 59.25±9.20 42.24±7.54 28.17±5.65 11.72±5.12 141.39±21.05
 ≥16 415 60.49±9.41 43.62±7.60 28.59±5.55 13.31±5.39 146.02±21.86
职称

 助理护士 31 57.58±8.35 40.45±7.08 31.00±4.70 10.45±4.90 139.48±18.53
 护士/护师 451 58.13±8.59 40.62±6.70 28.28±5.40 11.14±4.83 138.18±19.58
 主管护师 1377 59.96±9.17 42.70±7.58 28.38±5.69 12.19±5.29 143.23±21.68
 副主任护师以上 112 63.53±8.39 45.69±6.70 26.97±4.98 15.67±4.58 151.87±19.01
学历

 中专 10 59.30±8.42 46.50±7.67 31.10±4.89 14.10±4.98 151.00±14.47
 大专 196 57.56±8.38 40.28±7.02 26.50±5.60 11.46±4.66 135.80±19.86
 本科 2238 58.65±8.73 41.22±7.18 28.40±5.42 11.51±5.03 139.78±20.11
 硕士以上 41 68.83±8.28 47.41±6.85 29.34±4.66 13.80±5.33 159.39±19.48
职务

 护士 2126 58.14±8.61 40.71±7.05 28.37±5.45 11.26±4.93 138.48±19.78
 护理/带教组长 185 60.83±8.74 43.38±7.43 27.43±5.51 12.45±5.15 144.10±21.08
 病区护士长 133 63.09±8.70 45.40±6.88 27.83±5.07 13.75±5.03 150.07±19.64
 专科护士长/主任 41 65.83±10.17 47.46±6.99 28.51±6.17 15.39±4.94 157.20±23.26
婚姻状态

 未婚 792 58.10±8.701 40.36±6.87 28.19±5.24 10.86±4.60 137.50±19.12
 有婚史 1693 59.03±8.82 41.70±7.33 28.32±5.54 11.88±5.16 140.92±20.68
取得专利证书(项)

 0 2299 58.41±8.72 41.00±7.16 28.29±5.46 11.21±4.87 138.9±19.96
 1~2 153 62.32±8.83 44.25±6.96 28.02±5.16 15.33±4.82 149.92±20.60
 ≥3 33 64.85±7.67 46.00±7.31 28.85±5.65 18.06±4.23 157.76±18.21
发表科研论文(篇)

 0 1657 57.77±8.63 40.45±6.99 28.12±5.49 11.03±4.79 137.37±19.73
 1~2 549 59.55±8.42 41.98±7.16 28.43±5.46 11.80±5.17 141.76±19.48
 3~10 247 62.62±8.98 44.45±7.52 29.19±4.91 13.89±5.08 150.16±20.51
 ≥11 32 64.50±10.11 46.78±7.06 26.88±6.12 16.03±5.36 154.19±24.20

表2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百分位常模(n=2485) 分

项
 

目  5% 15% 30% 45% 60% 75% 90% 95%

创新主体 45 50 54 57 60 64 71 74
创新过程 30 34 37 40 42 46 51 54
创新环境和压力 20 21 25 28 29 34 35 35
创新产品 5 5 9 10 14 15 19 20
创新能力总得分 108 119 128 136 143 153 16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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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划界常模(n=2485)
分

项
 

目  差 较差 一般 良 优

创新主体 <48 48~ 54~ 63~71 >71
创新过程 <33 33~ 37~ 45~51 >51
创新环境和压力 <21 21~ 26~ 33~35 >35
创新产品 <5 5~ 9~ 15~18 >18
创新能力总得分 <115 115~ 129~ 150~168 >168

3.2 湖北省三甲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分类常

模分析 为比较特定常模团体的样本特征,将特征有

差异的团体分别建立各自的常模,形成分类常模,以
判断不同特征对象创新能力得分情况,结果更具有针

对性。不同特征临床护理人员的创新能力得分显示,
男性、年龄大、有婚史、工作年限长、职称和职务及学

历高、取得专利证书数和发表科研论文数越多的护士

创新能力越强。男护士创新能力得分高于女护士,与
相关研究结果[8-9]一致,考虑因生理结构及传统文化

对男女分工要求的差异,男性相对较少面对生活琐

事[10],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创新相关活动创

造了条件和空间。年龄越大、工作年限越长、有婚史

护士的创新能力得分相对较高,原因可能是因为创新

能力包括主动探索和发展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用具,
并将其应用到护理工作中的过程[2],而随着年龄的增

长,工作年限的增加,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为护士的

创新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石,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创新

潜力。随着学历、职务及职称的增高,护士的创新能

力总得分也随之增高,与学历、职称、职务是影响护士

创新行为的正向因素[11-12]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是由

于高学历护士更善于用创新思维发现临床工作中的

问题,并通过相关的资源和平台对其进行分析和实

践;而高职务和高职称的护理人员则由于其临床知识

和工作经验的积累,更擅长利用资源了解所属领域新

技术新进展,有助于其发掘或产生新观念[13],促进其

创新能力的提升。随着取得专利证书及发表科研论

文数量的增多,护士的创新能力也逐步提升。因护士

在进行科研及创新实践的过程中,其创新思维及创新

能力也在不断地磨练和提升,与此同时,随着科研成

果及创新产品的增加,使其感受到创新方面的成就

感,进而促进其创新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激发其创新

潜能。
3.3 湖北省三甲医院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百分位

常模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湖北省三甲医院临床护理

人员创新能力得分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本研究将临

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

按5%百分位数作为间隔,建立百分位常模;百分位

常模可以显示出样本在湖北省三甲医院临床护士中

的相对位置,将所测样本得分与百分位常模比较,可
得知有百分之几的护士低于/高于样本得分。

4 小结

护士创新能力是不断提升护理服务质量的关键

因素,更是促进护理学科和医疗卫生行业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本研究界定的湖北省三甲医院临床护理人

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的均数常模、分类常模、百分位

常模及划界常模,为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的正确评

价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护理管理者找出创新活动中

存在的问题,引导启迪护士的创新潜力,推动护理创

新工作的持续改进提供了参考。由于本研究选取的

是湖北省三甲医院的护理工作人员,为避免结果偏

移,常模应用时,调查对象应来自湖北省三甲医院或

地域及医疗水平相近的地区。今后可扩大样本人群

的地域范围,完善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常

模,使之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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